
敬致初心演讲稿(汇总8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
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
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一

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一位叫徐宏祖的普通人在江苏出生了。
在那个年代，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科举考试。而徐
宏祖极其讨厌考试，他就喜欢玩，就爱四处瞎转悠，遇到山
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刚开始，他旅游的
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后来越走越远。

就这样，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俭朴的衣服，没
有保险，没有低保，没有驴友，独自一人，游历天下二十余
年，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
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按照世俗的角度，这是一个怪人，
这人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在游历的过程中，
他曾三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有时还在深山
里迷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
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后来就有了大家
都知道的他的号，叫做霞客。

崇祯九年(1636)，五十岁的徐霞客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
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出游，他的目的地是云南鸡足山。一个法
号叫做静闻和尚找到了他。他十分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
想和徐霞客做个伴一起去。这件事对徐霞客来说，也是个无
所谓的事，一个走也是走，两个走也是走，就答应了他。两
个人一起出发了，但是刚走到湖南时，就出事了，他们遇上
了强盗，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



到广西，就圆寂了。徐霞客停了下来，办理静闻的后事。由
于遭遇强盗，此时，徐霞客的路费已经不够了，如果继续往
前走，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当地人劝他，“你别往前走了，
你回家吧，”他说，“我要继续往前走。”当地人问：“你
还走什么走啊?你都没钱啊?”“我答应了静闻，要带他去鸡
足山。“可是，他已经死了，你怎么带啊?”“我带着他的骨
灰去。”徐霞客跟静闻，说到底，也没有特别大的交情，就
是个伴，但为了一个逝者的愿望，是为了一个心底深处的那
份信念和承诺，他继续出发了。整个旅程非常艰苦，他背着
静闻的骨灰，没有路费，没有资助，住在荒野，靠野菜充饥，
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就这样，他进入四川后，越
过峨眉，沿着岷江，渡过金沙江，经过丽江、西双版纳，最
后到达鸡足山。在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
静闻的骨灰，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

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由于长年劳累，徐霞客终究是病倒了，
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徐霞客病重逝世，享年五十四
岁。他所留下的笔记，总共有两百多万字，被后人编成《徐
霞客游记》。在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祖国山川、地理、水
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
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说到这里，回想他的一生，可
能会有人问，他用一生的代价和时间，放弃外在的一切，去
游历，值得吗?为了什么啊?(加重语气)

上个周末，我们青一讲会员出去滑雪时，我正好和我们俱乐
部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杨铭同一趟车，我就很好奇怪的问
他“杨铭，珠峰那么危险，你为会想要爬呢?”他很淡定
说：“你在爬雪山的过程中，你有时就发现先辈的尸体就在
旁边，但是你仍然会继续往前走，在大自然面前，人实在是
太渺小了，那种大山的壮美，吸引着我继续往前走，我就想
往前走!”这个世上很多事，很多不需要理由，也没有太多的
为什么，只因为心底深处里最纯真的那份情感，”我想去，
我要去，我愿意去!”正如徐霞客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汉代
的张骞，唐代的玄奘，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接



受的是皇命，奉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穿着布衣，拿
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虽死无憾”。

我们应该想信梦想，让哪怕此刻我们正无法踏上征途，但至
少在红尘中将我们的初心好好地珍藏，不让它因岁月的冲刷
而斑驳失色;静静的等到时机到来的那一刻，带上我们的梦想
出发;我们应该相信人生，相信心底里始终珍藏那一份与生俱
来的善良、真诚、无私、进取、宽容、博爱，按照自己的方
式，去度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二

用爱承载希望，用心编织梦想。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老师，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尽情遨游知识的海洋是我的
专长。在三尺讲台妙语连珠，在方寸教室自如应对各种突发
状况也不如此时心情激动。如何尽快成长为适应时代的发展、
符合教育规律、且有自身特色的优秀教师？我想这是每一个
像我一样刚刚踏入教育行业的青年教师都会认真思考的问题。
所幸，为时不久的从教经历给了我想要的答案。

教育是爱的艺术。有人说，孩子是花木，教师是园丁，园丁
悉心照料着花木，但需要尊重他们自然地成长。在他们跌跌
撞撞的成长过程中，作为教师的我们，要用智慧付出发自内
心的爱。

我不是学者，不能用深遂的思想思考我的价值；我也不是诗
人，不能用优美的诗句讴歌我的职业。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教师，我试着思索、推演心中最奥秘的哲理，我愿把我的
青春奉献给教育这片热土！



我班里有个孩子叫荣梦琦，个性十分张扬，做事特立独行，
任课老师提起他都非常头疼，更是和我数次发生冲撞，有次
竟然差点动起手来。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这个
女汉子是不是选错职业了呢？我哭过，怀疑过，抱怨过，后
悔过，我问自己：你真的是想放弃了么？不！我不能放弃！
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我依然用真诚的关爱一点点的融化他
的心灵壁垒，我始终坚信“严在当严时，爱在无声处”。

谁说教书是一场单恋，最终只能感动自己？冰心老人曾说过，
“爱是教育的基础，是教育的源泉，有爱就有了一切”。在
我持久的爱的教育下，他有了很大的转变。

这段让人心酸不已的心路历程，我相信在座的诸位老师都曾
经历过。如今雨过天晴，笼在心头的阴霾也一扫而空，每天
早上看到同事们带着自信的笑容，迈着从容的脚步，我想，
你们一定已找到幸福的所在；而我，像一只初翔天际的小鸟，
有时低落，有时高翔，那是我还在寻找；年轻的同事们，请
不要让一时的挫折蒙蔽了视线，为自己的选择找一个理直气
壮的理由吧！

如今的我不再为自己在黑夜的漫漫无际中看不见一丝光亮而
苦恼，我为自己曾无心单纯地对待每一张渴望知识的脸庞而
羞愧。当我看到仍然有数不尽的老师无怨无悔，像春蚕、像
蜡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捍卫这个圣洁的职业时，我如
梦初醒。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生命的痕迹激励着我们
这些后来人，让我们由不情愿到情愿，由情愿到全身心地热
爱这个工作。

路在脚下延伸，而我刚刚起步！

路在脚下延伸，而我正在铺路！

不管漫长的路上荆棘丛生或是布满沼泽，我都一如既往，绝
不退缩。



古人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林；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教师！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我们是
教师，我们是春天播撒种子的人，我们心中有着秋收的期盼；
我们是清晨的一缕阳光，我们有着勇往无惧的精神，任何乌
云遮挡不住；我们是夜空中的启明星，我们有着奔向光明的
执着！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三

金汇，距离建设初期的“金汇特钢”生产第一炉钢，整整十
七年。

从创业起初的几十个农民工，发展到今天的三千多名员工;从
走乡串户收购废旧金属，到今天的全自动现代化生产线;从过
去的占地不足五十亩，到今天的三千亩厂区;从年产值百万元，
到今天的年产值100多亿元……如今的金汇，让每个员工分享
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1996年高中毕业后，在一所初中当民办教师、班主任，不
挣钱，也养不了家。”于是，22岁的朱丽军就听从父亲安排
进入了金汇。“当时，一个22岁的大男孩，什么都不懂，刚
好赶上金汇派人到浙江温州学技术。”朱丽军说，现在看来，
那真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遇。

爱学习

人生轨迹的改变，也许就源于一个机遇。对朱丽军而言，去
温州青山控股集团学习就是这样的一次大机遇。

第二天就开始安排分组学习，每个人都有师傅带。“我学的
是浇铸，学习劲头很足。青山控股集团的‘扒渣师傅’怕操
作不当，一直不让我上手进行实际操作。”朱丽军说。

于是，朱丽军就找来耙子，弄一个模拟炼钢炉的架子，自己



模拟扒渣练感觉。

“不可能光看不练，要不然什么也学不会。”朱丽军告诉记
者，参加那次学习的每个人，不管什么工种，都各自想办法，
几乎都是在想象中练习。

不怕苦

按照时间安排，朱丽军和同事“五一”没过就回来了。

说起建厂时的场景，在朱丽军的印象里，每个人都很积极，
会啥干啥，也不计报酬。“我选的是电焊，但是跟着两个老
师傅学习，还没干够一周，脸上的皮脱了一层。”朱丽军说，
下了工地用手一揭，一块一块的，在镜子里看起来非常恐怖。

为了早点开炉，每个金汇人都去拼，都在暗暗给自己上
劲。“要说待遇，当时是非常低的，每个人400元，只够生活
费。”朱丽军告诉记者，就是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干得
热火朝天，而最让他佩服的，还是金汇人的这种不怕吃苦的
精神特质。

一直干到8月底，厂子建成了，一切准备就绪——“金汇特
钢”准备投产。

敢创新

第一炉钢出来是当年8月31日，约5吨左右。看着投产成功，
金汇上下都非常兴奋、激动，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降生了。

过了第一炉，细心的朱丽军发现一个问题。“在炉帽和炉体
的接缝处，有一点高温钢液溢了出来。”朱丽军就马上补缝，
花了三四个小时才补好。

然后，第二炉钢出来后，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显然，这是不正常的，长此以往下去，工人大部分时间在补
缝，生产根本上不去。

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前，朱丽军就和工人抓紧时间生
产补缝料——和煤沙。“一连上三天班，和了24吨补缝料，
整个人都累坏了，10根指头上磨了9个水泡。”随后，朱丽军
一方面向温州的老师傅咨询，一方面自己制作专用工具、研
究原料配比，还创新了补缝的形状。

“因为这个渣缝是弧形，我们做补炉也做弧形，然后加上氯
水、沥青、黄粉，一点一点补上去……没想到，最终实现了
技术突破——24小时连开16炉，不用再补缝。”朱丽军说。

能担当

“一个团队的凝聚力，不光有团结合作，还有独立担当。”
朱丽军说，在金汇的生产车间，一个生产班组共5个人——一
个班长、一个后勤、三个炉钳工。可以说，整个车间生产都
是围绕这五个人展开。

“记得有一次，一个工人在行车上晕倒了，应该是太热中暑
了。我就和其他人抬着他通风降温，当时整个车间就剩aod配
气工呼金栓一个人。”朱丽军说。

像这样的事例，金汇人还有很多。“金汇之所以能越来越壮
大，跟员工的这种独立担当精神分不开。”朱丽军说，所有
的工作不等不靠，就跟自己家的活一样，这就是金汇精神。

以金汇为荣

朱丽军说，在金汇的老员工中，干了17年的大有人在。

为什么人们愿意跟着金汇?一是董事长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
个人，跟着他每个人都能成长;二是员工待遇也随着企业效益



的提高越来越好，从没亏待过谁。

20__年被公司认定为“终生管理者” ，更是让朱丽军至今难
忘。“这是管理人员的最高奖励，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这
既是我个人的骄傲，也是团队的认可。”当时，朱丽军去上
海领的奖牌——70余克黄金，价值近2万元，全家人都以他为
荣。

“不怕吃苦，有种肯上进的拼搏劲儿，这是金汇人的特质。
身为金汇人的一员，以金汇为荣，每个人都以这样的心态做
事，还有什么事干不成?”朱丽军说。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作家张洁在散文《我的四季》中这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耕种的土地。”这话告诉我们：
一个人既要有梦想，更要有对梦想坚守到底、永不退缩的信
念和勇气！对我来说，这块“必得由自己耕种的土地”便是
深深扎根在我心里的“教育梦”。

我不是山东人，我来自湖北。十八岁报考大学，我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师范专业。二十二岁当教师，我来到山东泗水，成
为了一中一名最普通的高中语文教师。我的梦想谈不上伟大，
我只想用青春在教育的画卷上绘出最绚丽的色彩，写下最灿
烂的诗句。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诫自己，这不仅
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责任。

光阴如梭，转眼我已经在泗水的教育战线上度过了十一个春
秋。十一年里，我从一个不敢直视学生眼睛的教学新手，历
练成为如今倍受好评的业务骨干。我的年龄在变，能力在变，
心态在变，唯独不变的，是我对最初怀抱的教育梦想的执着
守望。



犹记得生命中不堪回首的20xx年，就在那一年，我远在湖北
老家的父亲被确诊晚期肺癌，而我正带领学生奔赴高考的战
场。我放不下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让我心若刀绞；
我也放不下学生，肩上的重担、一百多个学生的前途，让我
无法在高考即将到来的时候舍他们而去。

老实说，我也曾经无数次地想要请长假回湖北，可每当我在
电话里说出这想法时，父亲总说自己有母亲照顾，叫我不要
随便请假，耽误学生。往往说到最后，他生起气来，引起一
阵猛烈的咳嗽，我不敢多说，只能作罢。最后的最后，父亲把
“不要耽误工作”的叮嘱带到了棺材里——他连最后去世的
日子都选在了我的暑假。从头到尾，我竟然没有因为他的离
世请过一天的假！

父亲临终时，留下了一句不是遗言的遗言，他说：“这辈子
该做的事，我都做完了。”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记得他说的这句话。我更愿意把它当作父亲对我最后的鞭策
和我此生的座右铭。当我工作得累了倦了的时候，当我被玩
劣的学生气得烦了躁了的时候，当我挣扎在家庭与事业的夹
缝中痛了哭了的时候，我总会问问我自己：“该做的事都做
完了吗？”要么桃李天下，要么误人子弟，当老师的，从来
都是一个良心活。

流年有声，岁月无痕。我的“教育梦”在山东、在泗水、在
一中，经过十一年的沉淀，终于变得更加深沉而厚重、真实
而纯粹。我承认，刚参加工作的热情会随着年岁的日增、家
庭的琐事、生活的重创而渐渐消磨，但梦想的力量就在于，
当你历尽了生活的破碎与绝望后，它还能够让你重新抬起头
来，仰望头顶上那片灿烂的星空！

我们的国家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构成，而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些
或渺小、或伟大的梦想最终汇聚成了整个国家的梦想。只有
当我们每个人都不再错把欲望当作梦想，当我们每个人都不
让梦想渐渐地被遗忘于青春，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



位上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每一个
人都能不忘初心，以梦为马，永远奔驰在寻梦征途上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自豪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它叫中国梦！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本书——《你以为你以为的
就是你以为的吗》，就像这个书名一样，生活中太多事情其
实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曾经以为自己可以
执着于梦想，结果梦想一直在变;曾经以为手机只是用来与父
母联系的，结果手机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娱乐工具;曾经以为只
有选上了王牌院校的红牌专业才能衣锦还乡，后来才知道无
论是哪个层次的毕业生都得面临就业问题;也曾以为，在抉择
爱情与面包的时候，自己会毅然选择爱情，而到现在才明白，
爱情本身就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对的，我们主观去定义所
看到的、听到的，也许曾在现实中明白过来，原来闺蜜跟自
己诉苦的时候嘴里嚷嚷的“怎么办”，并不是询问解决问题
的办法，而仅仅是语无伦次状态下的口头禅;原来并不是努力
了就会有回报，也不是万事俱备了东风就会来，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着一个叫“潜规则”的东西随时埋葬所有公平。

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那么我
们为什么不能顺势改变我们的心态，当然，这并不是逆来顺
受，而是不忘初心，在想要萎靡的时候振奋起来，在想要逃
避的时候勇往直前，在想要放弃的时候轻轻告诉自己再坚持
一会儿。

这样，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无论我们境遇如何，无论事态怎
样变化，我们依然能够破茧成蝶，并且更加强大~!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六

1912年春天，哈佛大学教授桑塔亚纳正站在课堂上给学生们
上课，突然，一只知更鸟飞落在教室的窗台上，欢叫不停。
桑塔亚纳被这只小鸟所吸引，静静地端详着它。过了许久，
他才转过身来，轻轻地对学生们说：“对不起，同学们，我
与春天有个约会，现在得去践约了。”说完，便走出了教室。

那一年，49岁的桑塔亚纳回到了他远在欧洲的故乡。数年后，
《英伦独语》诞生了，桑塔亚纳为他的美学绘上了最浓墨重
彩的一笔。

原来，初心，就是在人生的起点所许下的梦想，是一生渴望
抵达的目标。

初心给了我们一种积极进取的状态。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
说，创造的秘密就在于初学者的心态。初心正如一个新生儿
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和赞叹。因为如
此，乔布斯始终把自己当作初学者，时刻保持一种探索的热
情，“现在的我仍然在新兵营训练”。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
见”。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
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因为忘记了初心，我们
走得十分茫然，多了许多柴米油盐的奔波，少了许多仰望星
空的浪漫;因为忘记了初心，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来，要到
哪里去;因为忘记了初心，时光荏苒之后，我们会经常听到人
们的忏悔：假如当初我不随意放弃，要是我愿意刻苦，要是
我有恒心和毅力，一定不会是眼前的样子。

人生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要记得自己的初心。经常回
头望一下自己的来路，回忆起当初为什么启程;经常让自己回
到起点，给自己鼓足从头开始的勇气;经常纯净自己的内心，
给自己一双澄澈的眼睛。不忘初心，才会找对人生的方向，



才会坚定我们的追求，抵达自己的初衷。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的歌唱，唱着这只献给夏的颂歌，四月
的天气似乎格外的炎热。阳光从敞开的窗子中倾泻下来，洒
在桌面上，反射出一片橙黄，映照出多少个希望。一阵微风
吹来，似吹散了眉头的紧锁。我站起身，凝视着三十七张如
花如花般的笑靥，心湖泛起温暖的波浪。

彼时、夏末三年前的夏末，校园里的木棉花正绚烂的绽放，
学校的光荣榜上，又添了多少个骄傲。而就是在新生与老生
的交替之际，这样一群怀揣梦想的男孩女孩们，相聚在七年
一班的教室里。或许是由于刚刚迈入初中的门槛，带着些许
懵懂与好奇，又或许胆怯，所以留下的第一印象特别好。

看着身旁一个个人的超越，没有人等我，却都留下一句暖心
的加油，就是这一声声加油，我似恢复了能量，我加速向前
跑去，回报同样的一个微笑，一个暖心的鼓励，初三的路上，
我们就这样奔跑着，彼此追赶着，彼此鼓励着，只为冲刺胜
利的终点。初三的下学期是紧张的，结束了课程便开始复习。
翻越那微微泛黄的纸张，凝视从前稚嫩的笔迹，嗅着时光遗
留的味道，仿佛是在看一场无声的电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
的成长，竟泪光闪烁。三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三年，
却变化了太多，也留下了那份沉重的让人动容的回忆。

敬致初心演讲稿篇八

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一位叫徐宏祖的普通人在江苏出生了。
在那个年代，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科举考试。而徐
宏祖极其讨厌考试，他就喜欢玩，就爱四处瞎转悠，遇到山
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刚开始，他旅游的



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后来越走越远。

就这样，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俭朴的衣服，没
有保险，没有低保，没有驴友，独自一人，游历天下二十余
年，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
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按照世俗的角度，这是一个怪人，
这人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在游历的过程中，
他曾三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有时还在深山
里迷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
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后来就有了大家
都知道的他的号，叫做霞客。

崇祯九年(1636)，五十岁的徐霞客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
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出游，他的目的地是云南鸡足山。一个法
号叫做静闻和尚找到了他。他十分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
想和徐霞客做个伴一起去。这件事对徐霞客来说，也是个无
所谓的事，一个走也是走，两个走也是走，就答应了他。两
个人一起出发了，但是刚走到湖南时，就出事了，他们遇上
了强盗，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
到广西，就圆寂了。徐霞客停了下来，办理静闻的后事。由
于遭遇强盗，此时，徐霞客的路费已经不够了，如果继续往
前走，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当地人劝他，“你别往前走了，
你回家吧，”他说，“我要继续往前走。”当地人问：“你
还走什么走啊?你都没钱啊?”“我答应了静闻，要带他去鸡
足山。“可是，他已经死了，你怎么带啊?”“我带着他的骨
灰去。”徐霞客跟静闻，说到底，也没有特别大的交情，就
是个伴，但为了一个逝者的愿望，是为了一个心底深处的那
份信念和承诺，他继续出发了。整个旅程非常艰苦，他背着
静闻的骨灰，没有路费，没有资助，住在荒野，靠野菜充饥，
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就这样，他进入四川后，越
过峨眉，沿着岷江，渡过金沙江，经过丽江、西双版纳，最
后到达鸡足山。在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
静闻的骨灰，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



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由于长年劳累，徐霞客终究是病倒了，
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徐霞客病重逝世，享年五十四
岁。他所留下的笔记，总共有两百多万字，被后人编成《徐
霞客游记》。在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祖国山川、地理、水
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
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说到这里，回想他的一生，可
能会有人问，他用一生的代价和时间，放弃外在的一切，去
游历，值得吗?为了什么啊?(加重语气)

上个周末，我们青一讲会员出去滑雪时，我正好和我们俱乐
部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杨铭同一趟车，我就很好奇怪的问
他“杨铭，珠峰那么危险，你为会想要爬呢?”他很淡定
说：“你在爬雪山的过程中，你有时就发现先辈的尸体就在
旁边，但是你仍然会继续往前走，在大自然面前，人实在是
太渺小了，那种大山的壮美，吸引着我继续往前走，我就想
往前走!”这个世上很多事，很多不需要理由，也没有太多的
为什么，只因为心底深处里最纯真的那份情感,”我想去，我
要去，我愿意去!”正如徐霞客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汉代的
张骞，唐代的玄奘，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接受
的是皇命，奉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穿着布衣，拿着
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虽死无憾”。

我们应该想信梦想，让哪怕此刻我们正无法踏上征途，但至
少在红尘中将我们的初心好好地珍藏，不让它因岁月的冲刷
而斑驳失色;静静的等到时机到来的那一刻，带上我们的梦想
出发;我们应该相信人生，相信心底里始终珍藏那一份与生俱
来的善良、真诚、无私、进取、宽容、博爱，按照自己的方
式，去度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